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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概述
◎ 陳信元

研究專著

隨著近年來兩岸文學圖書交流日益便

捷，讀者接受對方文學的機會越來越多，

相互影響也越來越明顯。朱雙一、張羽的

《海峽兩岸新文學思潮的淵源和比較》

（廈門：廈門大學，3 月），借用比較文學
學科的「影響研究」和 「平行研究」兩種
方法，力求全面、深入地論述兩岸文學交

纏共生的關係。本書是朱雙一主持的大陸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之一。
本土與世界的關係問題，涉及比較

文學的研究宗旨、意義、對象、內容和方

法。鄧時忠的《大陸台灣比較文學理論研

究》（成都：巴蜀書社，7 月），把兩岸
三地比較文學的發展放在 20 世紀全球化進

程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分析其在與世界交

流、對話和融合過程中的差異和特點。劉

聖鵬的《葉維廉比較詩學研究》（濟南：

濟魯書社，12 月），致力於葉維廉比較詩
學暨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的還原，並把他的

批評實踐和傳遞實踐作為學科理論的必然

組成部分，又將分散於各處的理論修正部

分集中整合，促成葉維廉比較詩學暨比較

文學學科理論的整體凸現。

由趙遐秋、金堅範主編的「台灣作

家研究叢書」（共  11 卷，北京：作家，
7 月），內容有：劉紅林《台灣新文學之
父—賴和》、田建民《張我軍評傳》、

樊洛平《冰山底下綻放的玫瑰—楊逵和

他的文學世界》、石一寧《吳濁流：面

對新語境》、江湖《鄉之魂—鍾理和的

人生與文學之路》、沈慶利《啼血的行

吟—「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的小說世

界》、周玉寧《林海音評傳》、溫淑敏

《陳若曦：自願背十字架的人》、趙遐秋

《生命的思索與吶喊—陳映真的小說氣

象》、蕭成《大地之子：黃春明的小說

世界》以及白舒瑩《自我完成、自我挑

戰—施叔青評傳》，書前有陳映真的代

總序〈中華文化和台灣文學〉。

沈奇是大陸詩評界相當活躍的一位

詩評家，近年來更把批評的視野延伸到台

灣詩界。《沈奇詩學論集》（北京：中國

社會科學，8 月）共  3 冊，第一冊收「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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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詩潮、詩話」作品，輯四是沈奇與洛

夫、鄭愁予、簡政珍等人的對話；第二冊

「大陸詩人論評」；第三冊「台灣詩人論

評」，前有洛夫的〈談沈奇台灣現代詩研

究〉。

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海峽兩岸相
繼舉辦了多次的歌仔戲研討會。由海峽

兩岸歌仔戲藝術節組委會編的《歌仔戲

的生存與發展—海峽兩岸歌仔戲藝術節

學術研討會論文彙編》（廈門：廈門大

學，1 月），共收兩岸的學術論文 31 篇，
分別就「目前兩岸歌仔戲的生存與發展情

況」、「兩岸歌仔戲的形態研究」、「歌

仔戲的音樂研究」、「兩岸歌仔戲創作談

及其他」等專題進行深入的探討。

繼樊洛平《當代台灣女性小說史論》

在兩岸分別出版後，劉紅林緊接著也出版

《台灣女性主義文學新論》（北京：台

海，2005 年 12 月），二位女性學者學術較

量的意味十足，並由陳遼撰寫書評稱其為

「大陸第一部研究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的專

著」，梳理了台灣女性主義文學的發展脈

絡，填補了大陸未有台灣女性主義文學專

著的空白。台灣師範大學許俊雅教授《黑

暗中的追尋—櫟社研究》（上海：東方
出版中心，6 月），是陳思和、丁帆主編
「中國現代文學社團史」研究書系之一，
尚未在台灣出版。本書以日治時期台灣櫟

社為研究對象，以日治時期台灣的歷史和
文化為背景，通過對櫟社相關資料的爬
梳、研析，具體考證了櫟社本身、櫟社與
社會時代及其成員的互動關係。

2006 年 7 月 24 日至 25 日，由中國華
文文學會與吉林大學文學院共同主辦的

「第 14 屆世界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在吉林大學召開。此次研討會共收到 74 篇
論文，並且於會前由劉中樹、張福濤、白

楊主編，出版《世界華文文學的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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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吉林，7 月）。本次會議以「共創
華文文學的新世紀」為基本主題，論文集

又分為 7 個單元：學科定位與學術發展。
故園想像與歷史書寫、文化地域與生態分

布、性別意識與族群生存、東亞漢學與文

化傳承、啟蒙思潮與救贖意識、華文文學

教育與文化傳播。其中，22 篇涉及大陸及
香港學者的台灣文學研究，另有兩篇為台

灣學者鄭明娳、柳書琴的論文。較值得介

紹的是：袁勇麟〈國族想像與精神私史：

大陸學者所撰台灣文學史的理論視野〉、

張羽〈日據台灣和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場

態的比較研究〉、李娜〈「主體」的迷

途—1920 年代以來台灣的原住民知識份
子的「霧社事件」論述〉等。（感謝鄭州
大學文學院樊洛平教授提供論文集影印本

及相關資料）。

期刊論文

一、研究概述

80 年代中期，中國大陸的台灣文學
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此時台灣的大陸

文學研究也相繼展開。張羽在〈對台灣學

界評祖國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之述評〉

（《廈門大學學報》第一期）觀察到諸多

分歧的視角，展現了兩岸學界不同的政治

文化想像，以及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的差

異，通過對台灣學者的學理敘述位移的考

察，展現出兩岸學界學術風格的多維向

度，豐富的思想內涵和問題意識，並促進

兩岸學界的良性互動。趙小琪〈當代台灣

小說在大陸傳播的動力機制〉（《長江學

術》第三期），提出當代台灣小說在大陸

的傳播與接受存在著一個較為穩定的動力

結構，主要由補償機制、同情機制、過濾

機制構成。三者互相扭結、滲透，形成一

個總的合力。這個動力系統結構是以補償

機制為基石，以同情機制為重心，以過濾

機制為調節的。翟瑞青〈民族文化精神的

延展與維繫—台灣文學中的母親意象和

母親情感的書寫〉（《河北大學學報》第

四期），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20世紀中
國文學中的母愛主題和兒童教育」的初步

研究成果。

近年來，台灣的女性文學研究成為

中國大陸學者爭相鑽研的熱門課題。陸卓

寧的〈多重話語霸權下的女性文學「命

名」—台灣 50 年代女性創作生態追思〉
（《南方文壇》第五期），主要論述台灣

50 年代女性創作不是男性主導的文學史
的陪襯，而在事實上開創了女性文學的新

風，並繼續引領新的創作向度；王勛鴻的

〈大陸對台灣 50、60 年代女性文學研究綜
述〉（《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三期），

嘗試對新時期以來中國大陸對台灣  50、
60 年代的女性文學研究狀況作一綜合考
察，並分為三個階段加以評析；樊洛平在

〈台灣新世代女作家的小說創作態勢〉

（《華文文學》第二期）指出：新世代女

作家小說內容的「輕」，與台灣當下紛亂

的政治文化思潮，浮動的社會情緒和人心
事態有關。對政治議題的疏離和反諷，對

政治亂象的冷淡與厭倦，成為新世代女作

家文本普遍的感情指向。

認同問題是移居族群所面對的重要

問題，相當複雜。朱立立〈台灣旅美文群

的認同問題探討〉（《華文文學》第二

期），是劉登翰負責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
「美華文學的文化變遷」中的一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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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探討台灣旅美文群對華人認同問題的

文學處理方式，作家們將他們的觀察及思

想帶進了文學想像的空間，這些作品的歷

史敘述和美學表徵也會不同程度地影響人

們對華人世界的認知；另一篇〈在美國想

像與中國想像之間—冷戰初期台灣旅美

作家群的認同問題初論〉（《文學評論》

第六期），選取於梨華、白先勇、叢甦、

聶華苓等作家作品為分析個案，描繪出海

外華人在美國想像和中國想像之間徬徨憂

鬱的心靈圖像。謝冬冰〈嫁接於西方現代

派之木的台灣現代派小說〉（《濟南大學

學報》16 卷 5 期），指出台灣現代派小說
在哲學上主要受精神分析學說和存在主義

的影響，創作上主要借鑑卡夫卡、貝克

特、加繆和約瑟夫．海勒等表現主義、超

現實主義、意識流和荒誕戲劇的創作手

法。

在台灣鄉土文學的流變歷程中，隱

含著對於民族國家的想像。王向陽〈台灣

鄉土文學的國家想像與民族認同〉（《西

南民族大學學報》第二期）認為，台灣新

文學從發韌，歷經日治時期，光復初期

至 20 世紀 60、70 年代，直至今日，幾乎
所有表現出鮮明民族傾向和愛國情感的

作品，無不涵蓋在「鄉土文學」這一概念

裡。雷巧旋〈愛國精神　民族情韻—略

論台灣鄉土小說的文化表現〉（《中山大

學學報論叢》26 卷 7 期），則從三方面探
討台灣當代文學的文化表現：強烈的反帝

愛國精神與民族正氣，鮮明的地方色彩與

民族韻味，批判地吸收外來文化。

李娜〈在記憶的寂滅與復燃之間—

關於台灣的「二二八」文學〉（《中國現

代、當代文學研究》第一期轉載），以不

同身分處境的創作者在不同時代講述著有

關「二二八」文學時空，從其中可看到半

個世紀以來台灣各種思想、文化、政治力

量的對照與消長。曹惠民〈顛覆之美—

台灣文學新地景與文學史書寫〉（《常州

工學院學報》 24 卷 1 期），主要就原住民
文學、自然寫作、同志文學—酷兒寫作

幾種現象進行簡要論述，研討其與既往寫

作模式的關係，闡釋其「顛覆之美」。

二、日治時期及其前後 

近代閩籍文化名人林紓曾先後三次

到過台灣，並留下深刻的印象。江中柱在

〈林紓與台灣〉（《福州大學學報》第四

期）梳理林氏的寓台經歷，和其涉及台灣

的文獻資料；賴婉琴〈丘逢甲—台灣近

代客家文學之祖〉（《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學報》第一期），指出丘逢甲做為愛國詩

人，以詩針砭時弊，抒寫憂世濟世的懷

抱、思鄉之情和恢復之志，其詩具有英雄

豪傑慷慨激昂、雄偉悲壯的風格。他又是

近代「詩界革命」的擁護者，詩歌最能體

現古典與現代的結合，他也寫出不少具有

客家山歌風味和客家鄉土風情的作品。

張泉〈張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

「文化救國」實踐—抗戰時期居京台籍

文化人研究之一〉（《台灣研究集刊》

第 2 期），簡析不同淪陷區的基礎上，通
過分析張深切的成長過程，以及「七七事

變」後移往北京淪陷區的原因和「文化救

國」的實踐，對中國抗戰時期台灣作家的

民族國家認同，作一歷時的個案考察。張

羽的〈 20 世紀 30 年代海峽兩岸的新感覺
書寫〉（《台灣研究集刊》第一期），回

顧 30 年代間同時發生在上海和台灣的新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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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書寫的流脈，力求揭示都市是以何種映

像出現在些感覺書寫的文本中，這些作家

做過何種的相似的語言實驗和敘事實驗？

如何傾向精神分析的人性解剖和交感式的

感覺描寫？作者指出：兩岸的新感覺書

寫，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與各自的文化

場域中殖民話語和類型文本進行文字交鋒

的結果。

王積龍、蔣曉麗〈刀光菊影裡的中國

根情—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中文報刊

《台灣民報》〉（《社會科學戰線》第六
期），著重探討《台灣民報》的台灣意識

與中國認同；汪毅夫的〈《台灣詩報》與

現階段的台灣舊文學—兼談史料解讀的

三重取向〉（《福建論壇》第九期），以

顧詰剛  1922 年提出的史料解讀的三重取
向：「弄清楚每一個時代的大勢」、「求

知各時代的『社會心理』」和「記憶各時
代的『故事』」，貫徹於《台灣詩報》的

解讀，從中取得描述現代時段台灣舊文學

的若干新證。

李銓林〈台灣現代文學（ 1 9 2 3  - 
1949）：「邊緣」、「轉換」纏繞流動
下的中華文化持守〉（《福建論壇》第

12 期），指出：流動纏繞、糾葛共生的
「轉換生成」、「邊緣書寫」、「文化隱

喻」等美學現象，是台灣現代文學史上最

為突出，而又具普遍性的，而中華文化特

色是台灣現代文學進程不曾止歇的主題

曲。蕭成〈重臨的問題：關於日據時期台

灣文學研究的思考〉（《現代台灣研究》

第一期），首先提及研究中敘事方式的轉

化問題，研究者的敘事立場應該是「努力

將問題『放回』到『歷史情境』中去考

察，要『關注這些類型的文學型態產生，

演化的情境和條件，並提供顯現這些情境

和條件的材料，以增加我們『靠近』歷史

的可能性。」

三、小說研究

林海音的生活經驗橫跨兩岸，一部

《城南舊事》被稱為「懷舊經典」。郝海

洪〈林海音「京味」敘事筆略〉（《科技

文匯》第八期  ），從三個不同視角，即
童年視角、女性敘事和文化鄉愁切入，使

得林海音的「京味」敘事別具一格，有獨

特的審美意蘊；任蘭平〈林海音與老舍之

「京味兒」比較〉（《湖南工業職業技術

學院學報》 6 卷 4 期 ），從老舍與林海音
各自「京味兒」形成的原因和特點剖析入

手，比較兩人不同的「京味」魅力；邱培

鈞〈《呼蘭河傳》與《城南舊事》創作比

較〉（《山東社會科學》第六期 ），論述
兩部作品諸多的相似，如散文化的結構、

童年的視角、自序傳式的故事，對故鄉的

遙望與憶念，也比較作品中彌漫著強烈的

差異。

林海音是台灣作家中最早關心婦女

命運並為之抗爭，且成為她的小說的第一

大主題。程燕〈女性悲歌的吟詠者—林

海音女性經驗崛起探求〉（《中州大學學

報》 23 卷 4 期）指出：林海音的小說不論
是以 20 年代的北京，還是以 50、60 年代
的台灣為背景，都以女性的視角、女性的

人生經驗來觀照婦女的命運，從愛情、婚

姻、家庭等帶有女性色彩的角度來表現被

侮辱被損害的女性的心態與傷痛，表達她

們要做「人」的願望。

蘇童曾說聶華苓擁有傳奇般的人生經

歷。從  70 年代末至今，中國大陸對她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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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研究始終不曾中斷。王勛鴻的〈「千

山外，水長流」—聶華苓作品中的原鄉

書寫〉（《現代語文》第四期）指出：

在她的作品裡，對肉身家園的尋覓，對心

靈家園的重建，都成為文字中一個不停回

望時特定動作和情感暗流的主旋律；張

國玲〈『和而不同』的雙音合奏—《千

山外，水長流》的文化構想〉（《世界華

文文學論壇》第一期），指出：這是一部

由失根、尋根到歸根與認同的歡樂演繹，

一次文化衝突到文化融合的理想構建。黃

志杰、錢如玉〈聶華苓小說的意象運用〉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二期），考察

聶華苓小說中「水」和「空間」的意象；

另一篇〈聶華苓小說的比喻藝術〉（《社
會科學論壇》），探討聶華苓小說的三類

用比特點：描摹事物，渲染氛圍；借物寫

人，深刻傳神；抽象哲理形象化。朱立

立〈女性話語．國族寓言．華人文化英

雄—從文化研究視角重讀當代華語經典

《桑青與桃紅》〉（《台灣研究叢刊》第

三期），認為此作的離散書寫和女性話語

方式在華語文學史上佔有突出而重要的地

位，作品敘述了 20 世紀華人個體的流離創
傷經驗，同時擁有國族寓言的反思視域，

以人物的歷史遷際和人格分裂隱喻從抗戰

到冷戰時期的華人離散境遇和文化政治。

歐陽子的小說深受西方現代主義的

影響，馬志強、劉歆立的〈人性標尺：歐

陽子小說中的女性書寫〉（《社會科學論
壇》第十期）指出：愛情與婚姻是歐陽

子的主要書寫場域，她以叛逆性的筆觸

大膽寫出真實人性下的女性生存，展現

了  60 年代台灣新女性欲望化的存在；蔣
義娜〈心靈世界的闡譯—從歐陽子小說

集《魔女》所透視出的〉（《世界華文文

學論壇》第三期），以人性的角度，從性

格—精神—人性三個層面來解讀這部

小說集中人物的心靈世界，力求展現小說

中的人物魅力。

中國大陸學者對白先勇的研究情

有獨鍾，王東興〈傳統詩學對白先勇小

說的影響〉（《安順高等專科學校學

報》 8 卷 3 期）、高恆文〈「將傳統融入
現代」的歷史契機—論白先勇與《紅

樓夢》〉（《淮南師範學院學報》第一

期），都是論述古典文學對白先勇小說的

影響。田敏〈「自我放逐」的渴望—略

論白先勇早期小說創作〉（《濟寧師範專

科學校學報》 27 卷 1 期）、吳小琴的〈白
先勇作品中的放逐與回歸〉（《現代詩

文》第三期），分別論述了白先勇小說中

的時間、地域、感情的放逐與回歸；叢坤

赤的〈論白先勇作品中的感傷美〉（《溫

州大學學報》  19 卷  2  期），亦認為白先
勇的作品中從時間和命運兩個向度，體現

了人類的悲劇命運和感傷情緒；這種情調

一方面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柔婉、哀怨美學

的繼承，另一方面又是成功運用西方理性

小說技巧的結果。戴惠〈白先勇小說中的

人性特質〉（《湖北社會科學》）認為：
白先勇以真摯的情感、細膩的筆觸、多方

位的揭示了人性的深刻性與豐富性、複雜

性與矛盾性，並在情感與理性、倫理與

道德諸多關係中對人性進行藝術的構想，

最終從精神分析的高度直逼人性之缺陷

及生成的根深。介小玲〈論白先勇小說女

性形象的悲劇命運〉（《科技文匯》第六

期），指出所有白先勇筆下的女性形象無

一例外地承受著源自歷史、文化、社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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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等各方面，從肉體到精神的種種壓抑和

摧殘。曹芳、周俊偉〈試論白先勇小說中

的「厭女症」傾向〉（《徐州教育學院學

報》 21 卷 1 期），考察白先勇作品，厭女
症的傾向時有流露，它具體地表現為對女

性形象（包括肉體和靈魂）的醜化和過份

渲染女性的危險與不祥。

吳永潔〈邊緣對中心的挑戰與融

合—白先勇短篇小說人物形象之文化解

讀〉（《東方叢刊》第二期），論述白先

勇在其短篇小說創作中，將人物形象置於

男權中心文化與女性邊緣文化、西方中

心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衝突之中，體現

了邊緣團體對強勢集團的抗爭，以及兩者

間的複雜互動關係，並因此帶來價值觀念

的重塑、自我的重新定位和文化溝通的實

現。劉超〈「認同危機」與白先勇的文

學創作〉（《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二

期），認為白先勇的認同危機表現為兩種

不同的形式，一是出國後「中國意識」的

覺醒，一是少年時對舊世界的困惑和對獨

立人格的追求。

楊輝〈難捨的鄉愁　無奈的人生—

試析《台北人》的文化主題和哲學意蘊〉

（《合肥工業大學學報》  20 卷  4  期），
從以下兩方面探討《台北人》的內涵：一

是文化主題—鄉愁，分別通過男性、女

性兩個群體來呈現；二是哲學意蘊—生

命無常，一切皆空，人生本就是宿命。馬

志英〈論白先勇《台北人》的悲劇意識〉

（《西北第二民族學院學報》第一期），

從悲劇命運、悲劇情緒、悲劇氛圍等方面

分析《台北人》的悲劇意識，並闡釋悲劇

意識產生的原因。李瀟雨〈存在的焦慮與

人性的糾纏—論白先勇作品《玉卿嫂》

的悲劇意識〉（《學海》第一期），試圖

運用雅斯貝爾斯的悲劇理論對文本中的悲

劇意識進行分析挖掘，探究文本中人物

的悲劇根源所在。路文彬的〈時代的輓

歌—論白先勇《台北人》的感傷主義情

境及其藝術表現手法〉（《伊犁師範學院

學報》第一期），論及白先勇一系列作品

無不流露著顯著的感傷主義情緒，透過此

種傷感主義情緒的實質，我們不難洞察到

白先勇對於那個時代的矛盾心理，同時亦

可由此感知歷史對個人命運的影響。

周佩瑤〈疏離與隔膜—中西文化衝

突下的《紐約客》〉（《華文文學》第一

期），從「紐約客」生存境遇的分析入

手，結合特定的歷史、社會背景來剖析
「紐約客」們與中國文化疏離，與西方文

化隔膜的悲劇命運；周俊偉〈西方文化

霸權下的零餘者—對《紐約客》的後殖

民解讀〉（《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一

期），論述白先勇在文本裡塑造了一系列

的邊緣人形象，通過刻劃他們對西方文化

（尤其是美國文化）文化認同轉型的艱

難，以及轉型而不得的尷尬中的對民族傳

統文化的堅守，著重揭示在西方的文化霸

權下中西文化衝突所造成的旅美華人的文

化無根性以及他們人格的扭曲。

汪涓的〈用人性的光芒照亮心靈的

角落—論白先勇的「同志」小說（《世

界華文文學論壇》第一期）〉，將白先勇

涉及「同志」題材的小說歸結為三個階

段，「人道主義精神」則是貫穿這款作品

的紅線，並且引導他走向精神的昇華。

陳勇的〈此恨綿綿無絕期—從《一把

青》到《長恨歌》〉（《樂山師範學院學

報》 21 卷 6 期），透過白先勇和王安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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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篇小說作文本解讀，以她們的情愛悲喜

的城市邊緣生活，再一次演繹了中國傳統

美學的「長恨式」敘事。

徐復觀曾讚譽陳映真為「海峽東西

第一人」，徐紀陽、劉建華在〈最後的

馬克思—試論陳映真的民族認同之路〉

（《雞西大學學報》 4 卷 2 期）指出：陳映
真自少年時代便建立起來的「中國認同」

意識，是魯迅對陳映真的最重要影響，成

為日後陳映真國家觀念塑形的主要思想基

礎；他的生命經歷和創作歷程，展現出一

個台灣作家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以及最

終走向馬克思主義的歷程。另一篇兩人合

作的文章〈坍塌的鄉土—從陳映真的創

作看鄉土文學派的解體〉（《西南交通大

學學報》 7 卷 4 期），主要論述陳映真作為
鄉土文學的主將，他卻進行著都市題材的

創作，「華盛頓大樓」系列顯示了他迥異

於其他鄉土派作家的創作姿態，陳映真介

入鄉土文學的獨特方式，暗示著鄉土文學

的式微。1997 年台灣爆發「鄉土文學」論
戰，論戰之後，「鄉土文學」風流雲散，

鄉土文學作家相繼轉入符合各自利益立場

的政治敘述。陳映真卻堅持通過「鄉土文

學」論戰所找回的台灣文學的現實主義精

神，策略性地避開政治權力的壓制，逐步

轉入政治小說的創作。這是張長青、徐紀

陽在〈走向政治小說—「鄉土文學」論

戰後陳映真的創作轉向〉（《池州師專學

報》 20 卷 6 期）的主要論點。
楊若虹〈陳映真早期作品的死亡意

識〉（《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第四期）指

出：陳映真早期小說普遍帶有濃郁的感

傷、苦悶和自憐的情緒，他筆下的知識份

子或小人物的命運，都充滿了深刻的悲憐

情緒，他筆下的人物幾乎都陷於不同形式

的毀滅裡，使小說始終籠罩在一種神祕的

死亡意識中。徐紀陽的〈陳映真的現代性

思考與現代台灣〉（《蕪湖職業技術學院

學報》 8 卷 2 期）指出：陳映真從現代主義
文學的反省出發，長期思考著台灣現代性

問題，並自覺地將之作為論述國家統一的

依據，從文化根源上駁斥分離主義。秦海

軍的〈何處是我家園—論陳映真小說中

的漂泊意識〉（《鄭州鐵路職業技術學院

學報》 18 卷 3 期），論述陳映真文本中人
物的漂泊意識的形成、自我精神家園的尋

求，及烏托邦理想的幻滅，造成了台灣遊

子原鄉情緒的集中體現。

王 東 興 〈 論 黃 春 明 小 說 中 的 中

國人文精神〉（《廈門教育學院學

報》 8 卷 3 期），從四個方面闡述黃春明小
說對中國傳統人文關懷的承襲：對人的價

值思考和悲天憫人的憂患意識、天人合一

的和諧意識、德行化人格追求，在批判中

表現強烈的民族意識。胡冬智的〈論黃春

明小說中的國民性批判〉（《語文學刊》

第五期），認為黃春明延續了「五四」時

期鄉土文學傳統中的國民性批判這一主

題，而且在時代發展中注入新鮮血液，加

入了新殖民主義批判的內容，表現了現代

社會知識分子的良知意識。
李金龍〈文明的衝突和自我的重

建—論黃春明小說的現實意義〉（《汕

頭大學學報》 22 卷 6 期），主要觀點是黃
春明的小說經歷了冷遇之後，在 1980 年代
裡重新「發現」，作者從文化與身份認同

的角度解讀這種「發現」的內在根源，了

解並確認黃春明小說的文化意義。王士瓊

〈在卑弱的暗影中—試析黃春明小說中



創作與研究綜述 ● 中國大陸的台灣文學研究概述　　1��

的知識者形象〉（《華文文學》第三期）

認為：黃春明在  1970 年代的一系列創作
中，鮮明的民族主義敘事的作品顛覆了主

流意識形態精心營構的神話，呈現了台灣

的經濟的殖民化包袱和政治尊嚴的虛妄。

他用以表現這一主題的正是一系列知識者

形象。

張書群〈價值的缺失和追問—黃春

明小說中的邊緣人物論〉（《語文學刊》

第九期），從四個局面探討了黃春明小說

中個人價值、傳統鄉土文化價值、民族

價值的缺失與拷問。詹發民的〈回歸傳

統—評黃春明  1998 年三篇短篇小說〉
（《東莞理工學院學報》 13 卷 3 期），認
為黃春明對鄉土的回望，是發自現代性的

思考，具前瞻性的。

齊紅〈卑賤的生存與倔強的靈魂—

比較《油麻菜籽》和《你是一條河》中

的母女關係表況〉（《華文文學》第三

期），指出兩岸女作家廖輝英、池莉的二

篇小說，都從「母女關係」這個角度去反

省女性的生存狀況，她們表現的又是兩代

女性之間互相關聯又互相排斥、互相安慰

又衝突不已的關係狀態。

台灣文壇有兩對受人矚目的姐妹花，

一是施叔青、李昂（本名施叔端）；一

是朱天文、朱天心。于靜〈新時代的舊

悲劇—淺析施叔青和都市女性故事〉

（《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二期），認為

施叔青始終站在女性立場探討兩性間的

感情糾葛，探索與她同時代的女性的生

存境遇和隱祕的世界，透露出對現代社
會的清醒認識和現代女性生存狀況的深

入思考；周帆〈欲望深淵前的墮落與升

華—施叔青《香港故事》系列小說中女

性的人性意識啟蒙〉（《江蘇教育學院學

報》  22 卷  4  期），探討《香港的故事》
系列小說中有一系列處境類似的女性，她

們在物質欲望面前皆曾一度淪為俘虜，有

些人能夠走出來，完成人性啟蒙的初期階

段，而有些人則淪落在欲望的深淵中不能

自拔。

白舒榮〈臨鏡顧影呈現自己的投

影—施叔青的《兩個芙烈達．卡羅》〉

（《華文文學》第三期），以墨西哥著名

的女畫家芙烈達．卡羅為中心凝聚點，向

外輻射和鏈接，引出關於女性、身體、藝

術、愛情、婚姻、歷史、國族、認同、殖

民、政治、革命、文學等話題，作者認為

本書可視作施叔青半自傳性的心靈史。張

淑雲〈都市女性的自我言說—張愛玲、

施叔青作品中女性的都市情結〉（《大連

民族學院學報》第六期），從兩位女作家

筆下的城市建構、都市女性生存境遇及都

市女性的出路二方向論述張愛玲、施叔青

作品女性與都市的情感糾葛。徐玲〈夢魘

世界的「恐懼」述說—施叔青與殘雪早

期創作的靈魂對話〉（《世界華文文學論

壇》第一期），指出：兩位作家所處時代

不同，卻以相似的創作思想在文學的「夢

魘世界」中展開了一場靈魂的對話，講述

著生存景觀的恐懼和試圖戰勝這種恐懼的

努力與方向。

樊洛平的〈性文學領域的大膽叛

逆—試論台灣女性作家李昂的小說創

作〉（《中國文學研究》第三期），指出

李昂往往通過性題材的描寫來介入社會生
活，並在其中勾勒社會歷史的脈絡。在成
長議題的關注中，性成長是女性構建自我

的一個重要過程，在女性議題的發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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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反抗成為一種社會反抗的象徵，矛頭
直指男性沙文主義；在政治議題的關照

中，性與政治的交纏、女性與權力的關

係，則成為她的寫作重心。常建婷的〈情

書．情人—評李昂的書信體小說《一封

未寄的情書》系列〉（《世界華文文學論

壇》第四期），從敘事學角度就其書信

體的文類型式特質和作家的結構方式加

以分析，並重新闡釋。曾麗華的〈多元

文化特性中的創作異同—論王安憶、李

昂小說的文化意蘊〉（《重慶工學院學

報》  20 卷  7  期），論述置身於兩岸不同
文化情境中的兩位女性作家，在關注女性

命運、肯定女性自主的獨立人格等方面具

有相似之處；但在關注焦點、性別意識對

女性生存狀態的價值評判等方面有明顯差

別。

謝晨燕〈南島文壇中的雙聲疊韻—

朱天文、朱天心  90 年代小說比較〉，從
語言文體、認同角度比較朱氏姐妹 90 年代
的小說創作。楊蓉蓉的〈敘事人稱、家國

意識和「他者」追尋—論朱天心 90 年代
後的小說創作〉（《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第三期），著重從朱天心小說的敘事人

稱、家國意識以及題材的「他者」選擇三

方面進行分析。陳美霞〈在朱天心的文學

世界裡尋找張愛玲〉（《世界華文文學論

壇》第三期），指出朱天心的許多作品都

散發著濃濃的張派味道，字裡行間充滿著

揮之不去的蒼涼基調，死亡命題和現實困

境所引發的滄桑裡都有張愛玲的魅影。徐

志翔〈彷徨於「無地」的記憶之書—朱

天心中短篇小說集《古都》淺析〉（《世

界華文文學論壇》第三期）、沈虹〈「老

靈魂」與「異鄉人」—論朱天心《古

都》中時空的雙重變奏〉（《中文自學指

導》第六期），都是論述《古都》。前者

指出：在經歷了生命的沉澱後，朱天心開

始重新鋪陳台灣歷史，真誠思索個人定

位，其寫作姿態也由「烏托邦」式的憧憬

轉變為「批判現實主義」式的描摹；後者

則指出：朱天心通過一個懷著「老靈魂」

的「異鄉人」對台北和京都這兩個城市的

歷史、空間的對比和梳理，將地理與歷

史、考古與回憶疊映在一起，為台灣「現

代」史前的古蹟刻劃了一幅獨特的地圖。

姜媛媛的〈朱天心：從「被啟蒙」到「啟

蒙」—一位知識分子的成長〉（《鎮江

高專學報》 19 卷 3 期），論述朱天心的心
路歷程和文學創作發生的巨大的轉變，她

的認同空間發生了轉換，完成了啟蒙的歷

程，同時也找回了自己的知識份子的書寫

位置，回到了啟蒙地位。

程金芝〈傳統文化背景下的女性

命運—蕭麗紅的《千江有水千江月》

淺議〉（《達縣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學

報》 16 卷 3 期），認為文本展現了民族的
傳統文化，細膩地描述傳統文化影響下女

性的生活和命運。周岩〈論《金鎖記》和

《桂花巷》中的女性主體性建構〉（《和

田專科學校學報》  26 卷  1  期），論述兩
部小說都置身於男權文化背景中，揭示女

性生存本相，關注女性命運。張揚〈「寫

自己的天空之異彩—評台灣新生代女作

家袁瓊瓊的創作」〉（《洛陽師範學苑學

報》第一期），指出袁瓊瓊具有對女性

世界的同情心態，其作品展現了男權壓迫

下女性的種種反抗。吳芳、陳敢的〈歲歲

年年人不同—《長亭》與《金鎖記》之

比較〉（《萍鄉高等師範專科學校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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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從人物形象分析的角度解讀蘇

偉貞的〈長亭〉對張愛玲的〈金鎖記〉的

繼承與發展。薛紅雲〈根著何處—論蘇

偉貞《沉默之島》中的認同焦慮〉，試圖

以認同理論從性別、族群、國家三方面來

探討這部小說所反映的認同焦慮及其產

生的原因。李煒〈本文的敘事—對蘇偉

貞《日曆日曆掛在牆壁》的文本細讀〉

（《華文文學》第二期），指出：蘇偉貞

將寫作閱讀活動融為一個整體，混合交錯

故事、他人書信、小說片斷及評論，構築

了一個互文的敘事空間；楊敏〈雙重時間

悖論下的悲喜人生—試析蘇偉貞《日曆

日曆掛在牆壁》〉，則從文本在兩種不同

的時間意識下進行交叉敘述，從而展示

了一個大家庭的悲歡離合。計璧瑞〈承

繼與延展—從《賴索》到《躁鬱的國

家》〉，試圖說明小說家歷經二十 餘年關
注與解說台灣社會政治的理想歷程。

四、散文研究

在台灣當代散文史上，女性散文創

作，成就斐然，形成了四、五代「代代相

繼」的創作主體，也形成了由鄉愁言說到

性別抗爭的主體演變軌跡。程國君、杜建

波的〈台灣女性散文的審美創造〉（《陜

西師範大學學報》  36 卷  1  期），從創作
主體、散文主題演變、散文主體觀念、文

體創造和審美風格諸方面剖析台灣女性散

文詩學結構及其現象。朱樺的〈春風化

雨潤心田—論琦君散文中的母親形象〉

（《哈爾濱學院學報》 27 卷 8 期）指出：
琦君用真情之筆復現了一個真實全面的母

親形象，不但寫出了作為「母親」的母

親，還寫出了作為「人」和「女人」的母

親，為母親刻劃下美好的形象。仲文婷的

〈論琦君懷舊散文的小說化書寫〉（《世

界華文文學論壇》第三期），從敘事視

角、故事情節以及戲劇化和語言動作三方

面來分析其散文小說化的特色。

孟二偉〈飄搖人生路，憐慰世間

情—王鼎鈞散文析論〉（《滄桑》第五

期），指出王鼎鈞獨特而飄搖的人生歷

程，使其散文在對社會人生的關注、對
人性的深層透視中，折射出濃郁的哲理

氣息。張玉秀〈余光中散文風格略談〉

（《廣東廣播電視大學學報》第三期），

指出：余光中散文從三個方面達到了較完

美的結合：深刻感受和獨到見解的結合、

真情和理性的結合、幽默與莊重的結合。

周引莉〈余光中散文研究管窺〉（《商丘

師範學院學報》 2 卷 3 期），指出對余光
中散文的研究在五個方面取得了顯著成

就：語言實踐、幽默營造、鄉愁書寫、文

化追尋、現代體驗等，但對其散文詩意的

研究是薄弱的環節。楊茲舉〈余光中散文

「重工業」說的審美內涵〉（《海南師範

學院學報》第三期），指出余光中力圖改

變散文創作的固有模式，用新觀念大氣魄

重鑄散文之魂，以超越「五四」散文的強

烈主體精神開啟了中國散文的「重工業」

時代。丁晨〈余光中散文獨特的語體美〉

（《美與時代》7 下），論述余光中的散文
在句法字彙上富有彈性、密度、質料的美

感，風格上標新立異、活潑靈動，因而具

備了一種獨特的語體美。原新梅〈余光中

的比喻及其散文中的比喻〉（《廣西社會
科學》第六期），從余光中對朱自清散文

用喻的評析，歸納出比喻觀的獨特之處：

新穎奇特、講究情趣；抒發濃郁鄉愁的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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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中西文化歷史的體現與交融；化靜為

動，動感強烈；場面宏大；知性、繁複性

的現代意象。

哈琴〈識讀張曉風散文〉（《語文學

刊》第七期），品讀出張曉風散文獨具風

格，舉出對靈魂的敲擊、對生命際遇的感

悟、對生命內置的頓悟、對劫後餘生的心

態等特色。張鵬振〈席慕蓉散文的結構藝

術〉（《現代語文》第六期），闡述席慕

蓉精於散文結構藝術，並體現在：切分，

以求板塊鬆活；反複，以求前後勾連；黏

貼，以求通體簡潔。謝有順〈重申散文寫

作倫理〉（《文學評論》第一期），以陳

冠學的《大地的事》（《田園之秋》大陸

版，上海：東方）為例，指出真正的好散

文，一定是找「心」，尋「命」，並使靈

魂扎根的散文。戴勇〈信「筆」由繮，點

石成金—鍾怡雯散文集《我和我豢養的

宇宙》品評〉（《世界華文文學論壇》第

三期），指出鍾怡雯善於從微小的事物，

挖掘出深層的寓意，以一支神筆游刃在歷

史與現實之間，縱橫開合。在體物寫志

中，能夠達到「物我相融」的境界，體現

出一種悠遊與豁達。

袁曙霞〈大陸散文的「載道」與台

灣散文的「言志」比較〉（《貴州教育學

院學報》  22 卷  6  期），強調在不同的創
作理論的影響下，海峽兩岸現代散文創作

在風格、題材等方面有了不同的追求，表

現現代散文在傳統與現代交融、創新、轉

換過程中的歷程。曾歡〈趣味人生的趣味

書寫—論林海音散文中的兩個世界〉指

出：「趣味」是一種愉悅的創作心態，體

現林海音對外在世界的樂觀感受，同時也

是作品中體現出來的文體風格。 

五、詩歌研究

50 年代是台灣轉型的年代，也是激
變的時代，更被貼上「反共文學」的高峰

期。古遠清〈50 年代台灣新詩：從呼喊
走向內心〉（《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第六

期），指出  50 年代初期，出現了許多反
共的「戰鬥詩」；50 年代中期台灣社會
步入安定之後，便有人想打破現狀，提

出「新詩再革命」的口號，試圖朝現代

主義邁進。另一篇〈打我們自己的鼓，

舞我們自己的龍— 2 0  世紀  7 0  年代台
灣新詩理論批評〉（《廣東教育學院學

報》 26 卷 4 期），綜論 70 年代是台灣現
代詩從西化轉向傳統回歸的轉折年代，詩

評家所做的工作，是反身傳統，重建民族

詩風，回饋社會，關懷現實生活，擁抱大
地，肯認本土意識，尊重世俗，反應大眾

心聲，崇尚自由，朝向多元思想，為邁向

多元的 80 年代打下基礎。
80 年代是台灣解除戒嚴而導致解構、

多元的時代。古遠清〈80 年代以來的台灣
新詩理論批評〉（《中國海洋大學學報》

第一期）、〈多元發展，混聲合唱—

20 世紀 80 年代台灣新詩創作概況〉（《甘
肅社會科學》第三期），前者批判台灣詩
壇的「大中國詩觀」與徹底本土化路線存

在著嚴重的分歧，影響、分散了詩論家研

究的精力，使有經典意義的詩學專長和詩

評流派的誕生增加了重重困難；後者指

出：80 年代台灣新詩發展，以 1987 年 7 月
解除戒嚴可分為兩段：1987 年以前的前半
段，其基本走向為現代主義和鄉土詩的對

立與融合。1987 年解嚴後至 1989 年為後半
段，基本走向為本土詩與後現代詩並存，

出現新聞詩、錄影詩、環境生態詩、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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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本土詩、後現代詩，是一個多發展、

「混聲合唱」的時代。

徐海蛟〈在古典與現代之間言說—

洛夫詩歌藝術簡述〉（《中國新詩歌》第

四期），以「貼化」兩字表述洛夫在詩意

上對中國古典詩歌的繼承。李偉〈余光中

詩歌的文化內涵〉（《語文學刊》第十

期）指出：余光中站在傳統與現代的交接

點上去領略和透視中西文化，並將兩種文

化思想在創作中融合在一起。張培培、王

秀麗〈怎一個「愁」字了得—解讀余光

中《鄉愁四韻》的意象之美〉，本文從意

象的選擇、組合及內涵入手，對〈鄉愁四

韻〉所吸納的原型意象及創新出的新意象

進行深入的挖掘。

茅林鶯〈融古典於現代，匯西方於東

方—試析鄭愁予早期詩歌的藝術特徵〉

（《哈爾濱學院學報》 27 卷 8 期）指出：
鄭愁予早期的詩作，在詩歌語言風格和表

達策略的選擇上，特別鍾情於融古典於現

代，追求詩的古典韻致與現代情感的合而

為一。余衛華、李哲豐〈一個美麗的「錯

誤」〉（《現代語文》第六期），針對水

晶、黃維樑對〈錯誤〉的解讀，提出不同

的思考角度。

雷學軍〈席慕蓉詩歌的遣詞造句〉

（《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第三期），論及

席慕蓉詩歌的詞語呈現出樸素、重柔、雅

潔和平易的特點；她的詩句則具有義句以

長句為主、行句以中句為主、平常型佔支

配地位的特點。余婷婷〈淺析席慕蓉抒情

詩的幾種意象〉（《世界華文文學論壇》

第四期），指出：席慕蓉的抒情詩，意象

營造唯美清新，恰到好處，使平實的語句

更具深久不衰的特性。趙妍〈女性主義視

野下的  80 年代海峽兩岸愛情詩—以舒

婷、席慕蓉的詩歌為例〉，從女性主義的

角度審視80年代初海峽兩岸女詩人舒婷、
席慕蓉的愛情詩，批判被此詩歌意象的背

後隱藏的卻仍是根深柢固的男性中心文化

和男權話語，沒有逃脫男性話語的藩籬。

六、報刊、雜誌

從日治時期以來，報刊、雜誌刊登

的文學作品，在各時期的台灣文壇都產生

相當廣泛的影響。欽鴻〈上世紀五十年代

在台灣文壇獨樹一幟的《野風雜誌》〉

（《華人文學》 第二期），以客觀的史料
對《野風》作了較為全面的評述，從而恢

復了它的本來面貌及其在台灣當代文學史

上的地位。楊學民〈台灣《現代文學》雜

誌及其小說的現代性〉（《中國石油大學

勝利學院學報》 20 卷 1 期），論述《現代
文學》深層結構有兩種類型，其中以現代

性時間意識為基礎的小說，和以存在論時

間意識為基礎構成的小說，構成了該刊小

說現代性的兩極。楊學民〈將傳統融於現

代 借西洋揉入中國—對話理論視野中的

台灣《現代文學》雜誌小說〉（《山東社
會科學》第一期），指出：《現代文學》

小說在敘述體態、敘述結構、人物塑造、

審美意義等層面上與中外文學都存在對話

性。李曉紅〈台灣《聯合報》副刊的文學

傳承與角色變遷〉（《廈門大學學報》第

三期），指出：《聯合報》副刊在傳播的

空間構建想像的文學社群，用傳播的方式
培育時代的文學新銳，並在 50 年風雲變幻
中不斷調整自己的社會角色，折射出台灣
社會變遷的歷史軌迹。


